
[附錄]

附錄一大學合理規模及進退場機制之研究

 合3里親，模指標系統專家審查問卷，．，-，;^，""

各位親愛的教授:您好^

 本研究旨在依據國內人口結構轉變，探討大學合理之人力素質規模、經濟規

 模、社會規模等指標系統，並依此重新檢視高等教育如何透過有效之進退場機制

 以落實品質政策，使大學辦學績效和進退場功能得以連結，形成可遵行機制，以

 提出具體建議做為政策因應措施的參考，本研究為教育部委託之「我國人口結構

 變遷與教育政策之研究」下之子計畫，您的高見將做為問卷內容因素分析的重要

 參考，對本研究具有很大的貢獻，誠摯的感謝您惠賜指正，並請於月日前擲回，

 以利後續研究之進行，謝謝。敬祝時祺

計畫主持人:湯堯博士

 協同主持人:成群豪、楊明宗、王宗坤、蘇建洲

電話: 06-5718888 #352

聯絡住址: 621台南縣麻豆鄉南勢里87-1號

 E-mail:林靜宜<snoopylin6Qhotmail.co^>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一月

 說明一:本問卷主要分為三大部分。問卷本文共五頁，題目為單選題，並請依題

 目提出個人修正意見。

說明二:各指標項目定義請參酌附件

 說明二:下圖為本指標系統之架構，以此說明，提供參考。威謝您的熱^L^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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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規模

人力素質規模:

強固辦學品質及績效

經濟財務規模:

提升經營成本效益

社會服務規模:

增進教育產業競爭力

投入項指標

產出項指標

投入項指標

產出項指標

投入項指標

產出項指標

圖:大學合理規模指標系統架構圖

第一部分:"名詞定義評估
不

9 8  7 6 5 4 3 2  1

學校合理規模主軸:分為

(-)人力素質規模:

 定義:大學人力規模與品質，涵括師生的能力與培育。

目標:強固辦學品質及績效指標

 (二)經濟財務規模‧^…………………………………………‥     9  8  7 6 5 4 3 2  l

 定義:大學資源規模與效率，聚焦於經費與設備的治理成效。

目標:提升經營成本效益指標

 (三)社會服務規模^  …………………………………………‥      9 8 7 6 5 4 3 2  1

 定義:大學參與社會經濟服務之規模與成效，包括推廣研發等效益。

目標:增進教育產業競爭力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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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分:各類指標投入、產出項選擇評估

 [各類 後列水處，請依教授高見填入其他適當重要指標項目，並圈選其重要程

度]

 1-1、人力素質規模:投入項

 歹	"""""""一"""一"""匕西才日舛示項目	重要程度l重要不重要^				
 厄"	大學校院每生可使用期刊數比率	卜	L	卜	卜	卜
 Fl-9	大學校院可使用圖書書籍數比率	5	4	3	卜	仁
 1-1-10	大學校院申具有博士以上學歷教師數之比率	卜	卜	卜	卜	口
 1-1-11.	""""""一""專任教自巾^bL	L	卜	卜	卜	卜
 I 1-1-12.	祁孳互在18-24年齡層人口的比率	卜	L	卜	卜	L
 『耳"	大學校院中教師與行政之比率	5	-千．-	卜	卜	口
 1-1-14,	全校專任教師總人數	5	4	勺□	卜	曰
 R"		卜	巴-．-	卜	卜	曰
 正。		F一	4	卜	卜	口
 1-2、人力素質規模:產出項						

 坤三	臣"	「重要程度重要不重要				
 1-2-24	口夫專廠院畢業生就業率	戶	八二	一@	三	
 1-2-25;	內手爭校院畢業率	卜	T	勺D	三	
 口召-26	大學校院畢業生薪資水準	戶一	工	勺D	卜	
 『戶-27	學生成績不及格率	戶	4一	@	一2	
 1-2-28	畢業率	5	4	勺D	一口^	
 1-2-29,	畢業生升學率	一@	一4 一	一@	丁	
 。"巧	雇主滿意度	七一	4一	勺q	一2	曰
 『丁"	校友滿意度	5	4	@	一2	曰
 1-2-32	"^"@@@一""'步學生退學比半	T	一4	T	一2	口
 1-2-33	學生休學比率	一@	一4	CD	一2	口
 1-2-34	畢業生未就業率	丐一	4一	一@	T	曰
 戶-"	忘主冊率	一@  @	44	一@  @	一2  2	口i^^
 1-2-36,	大學校院學生丙級證照取得比率					
 1-2-37,	平均學生校外獲獎次數	刁一	4一	一@	丁	曰
 『丁"	平均每生獲得獎助學金金額	刁一	4-	@	T	曰
 1-2-39	全校學生通過中級英文檢定等級考試之比例	刁	4	T	一2	口
 1-2-40	全校國際合作計畫件數	一@	一4 一	一@	T	口
 1-2-41	教師與學生參與國際競賽獲獎率	刁一	4一	一@	丁	曰
 1-2-42	原住民學生比	刁	4	T	一2	口
 1-2-43	研究生學生比	一@	一4 一	一@	五	口
 1-2-44	回流教育人數比	刁	4	三	一2	曰
 1-2-45,	國際教育交流指數	T	一4	T	一2	曰
 L		一@	一4 一	一@	一2	口
 L		一	4一	一@ 一	一2 一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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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經濟財務規模指標:投入項					

 □編號	k#g票二芸妻"	重要程度重要不重要				
 2-1-15	^大學校院總經費	卜	口	卜	卜	卜
 2-1-16	^大學校院經費佔總教育經費的比率	卜	口	卜	卜	曰
 2-1-17	性學揀揮學生每生分擔經費	卜	口	匣	L	三
 2-1-18	大學校院研究設備經費之每生平均金額	卜	曰	卜	卜	1
 2-1-19	J$3#f^JLii]	卜	口	匣	目	卜上
 2-1-20	^獎助學金佔學雜費收入比例	卜	卜	卜	戶	1
 2-1-21	性學4到軍于均學費	卜	曰	匣	目	曰
 2-1-22	平均每生經費支出	卜	卜	卜	仁．-	-壬--
 2-1-23	L單住教師薪資	卜	曰	卜	L	L
 2-1-24	P帥叫于政人力負擔(生職bb)	卜	曰	L	目	曰
 2-1-25	L大學校院每校平均可使用電腦數(每生擁有電腦數)	卜	卜	卜	2	□
 2-1-26.	口禾學校院圖書經費所佔比率	卜	曰	卜	仁	一一上．-一

 匕日乙		卜｜	曰卜	卜卜	卜口	日
 I 2-1-28,	口未翎表院教學場所可/吏用情形。教學場地面積	卜	卜	三一	乙	L
 卜	"""一--	卜	山	壬-	目	L
 ̂水		卜	卜	@	2	山
 2-2、經濟財務規模指標:產出項						

 哇	坤:-:	重要程度重要不重要				
 2-2-7.	^…一株才@主二"工"魚坐生佰訂戶目預弄目弘L4二L終只交汐二《召丘刀一一""""‥	卜	T	三	三	L
 2-2-8.	資本門預算執行績效(率)	卜	T	店一	匕	L
 2-2-9	政府編列預算撥付(學校教學研究補助收入)	卜	T	3	2	I
 2-2-10	捐贈(募款)收入	三	T	三	曰	三
 2-2-11	學雜費收入	三	T	L	L	1
 臣-2-12	孳息(利息)收入	卜	卜	匣	乙	1J
 3-1、社會服務規模指標:投入項						

 「編號	指標項目	重要程度重要不重要				
 3-1-10	大學校院生師比	T	T	L	目	口
 3-1-11	大學校院平均每班學生人數	T	T	日	2	三-
 囤	單位教師開設學分數	T	L	曰	三	曰
 3-1-13	推廣班學生人數比	一@	曰	3	三．．-	一二^^一一
 3-1-14	全校辦理推廣教育之專兼任教師比例	三	田	卜	Z	一一三^^^^一
 白五	全校開設全英語授課課程之比例	一@	卜	勺D	曰	口
 3-1-16	全#交Ph籍教自巾^bb侈u	一@	T	3	2	I
 	教師獲得智慧財產權之比例("要量化為金額)	一@	T	L	曰	L．-
 3-1-18日	學生自由選修課程學分數率	一@	一4	T	三	-J-一
 水^		一@	一4	卜	2	I
 		一@ 一	一4 一	一@ 一	三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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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不3-2、社合服務規舛莫指標:產出項						

 兩	匕苗指標項目""^一"	重要程度重要不重要				
 3-2-13	推廣教育收入	卜	卜	卜	卜	口
 3-2-14.	「推廣教育淨獲利率	卜	T	卜	卜	曰
 3-2-15.	休學摔．降庫‥學全作至特力，拌雋-．----．．．--	卜	T	卜	卜	口
 3-2-16	大學校院與企業合作比率	卜	曰	卜	卜	曰
 3-2-17.	蟀""。	卜	T	卜	卜	口
 3-2-18.	曰學校院提供企業界人士在職進修課程比率	卜	T	勺D	卜	曰
 3-2-19.	場地設備管理收入	一@	T	勺D	曰	
 3-2-20	建教合作(含國科會)收入	一@	一4	勺D	三	
 3-2-21.	-，曰"，各項投資(含嗆叮投)取刁于收盃L@""""""一^^^""""	T	T	T	三	
 3-2-22.	大學校院研發專利品之能力水準	一@	一4	巧"	T	
 3-2-23.	片古^^ ^^T   ^7t^   ^^P    4k    ^^^^   」/    ^^大學校院學術研究之能力水準""^^"""一""""	T	一4	三一	一2	
 3-2-24;	全校平均每位專任教師推廣教育收入	一@	一4	乃一	一2	田
 *		T	一4	丐一	一2	
 *	一	一@ 一	一4 一	一	一2 一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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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附錄二之一大學合理規模指標項目操作型定義表

(專家審查版"

人力素質規模:投入項

 。訌	指標項目	操作型定義

 L	A#^m^￡^LMfi]*ttb^	蹈予""""'"""""。""數．
 1-1-2	大學校院可使用圖書書籍數比率	大學校院總圖書數/大學校院學生總人I數
 口"'--，．	大學校院中具有博士以上學歷教師數之比率	大學校院中具有博士以上學歷教師總人數/大學校院教師總人數
 1-1-4.	。'嘟"'	專任教師總數/兼任教師總數

 卜	大學校院學生佔18-24年齡層人罔口的比率	大學校院學生總人數/^^-24年齡層人I口數
 卜	大學校院中教師與行政之比率	大學校院教師總人數/大學校院行政人員總人數
 1-1-7.	全校專任教師總人數	
 i-2、人力素質規模:產出項		
 椒	椒'	操作型定義

 卜	大學校院畢業生就業率	臣'。"。"""生人數
 卜	F"'"。	匪。""""該屆畢業生人數/該屆學生註冊之總人^數^
 卜	大學校院畢業生薪資水準	大學校院學生畢業後平均薪資額^22歲^大學畢業生平均薪資額^
 1-2-4.	學生成績不及格率	不及格學生人次/全校修課總人次
 1-2-5.	畢業率	----"一-一--卜""應屆畢生總數/該屆應畢業生總人數

 卜	畢業生升學率	當屆畢業生國內外升學人數/當屆畢業生總人數
 1-2-7.	雇主滿意度	雇主滿意度/雇主問卷回收數
 1-2-8.	校友滿意度	校友滿意度/校友問卷回收數
 1-2-9	學生退學比率	退學學生總數/學生總數□
 1-2-10	學生休學比率	休學學生總數/學生總數一□

 1-2-11	畢豈缸匕未就言崇率	(應屆未就業畢業生數-升學當兵數)/當屆畢業生總數支□
 1-2-12	註冊率	@@"^"^""…，士新生註冊報到人數/核足招收新生數

 1-2-13	大學校院學生丙級證照取得比率	生總人數"""""。""""。"""'。日
 1-2-14	平均學生校外獲獎次數	一""""一…""，八，在校生參加全國、國際，h生競賽獲獎次數/學生總數
 1-2-15	平均每生獲得獎助學金金額	""一""""…"，'獎助學金總金額/全校學生數
 匝	全校學生通過申級英文檢定等級	在校學生參加中級英文檢定等級考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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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之比例 通過人數/學生總人數

1-2-17 全校國際合作計畫件數
全校與國際(含大陸地區)單位合作與交流

計畫總件數

1-2-18 教師與學生參與國際競賽獲獎率
教師與學生參與國際競賽得獎數/教師

與學生參與國際競賽總次數

1-2-19 原住民學生比 原住民學生總數/學生總數

1-2-20 研究生學生比 研究生學生總數憚生總數

1-2-21 回流教育人數比 非全時研究生總數/總研究生總數

 1-2-22．^國際教育交流指數 外國留學生總數/學生總數

 2-1、經濟財務規模指標:投入項

 .?	^指標項目	操作型定義
 2-1-1.	百"""。	

 2-1-2.	大學校院經費佔總教育經費的比率	會計年度大學校院總經費/相對年度教育經費總額
 2-1-3.	休學校院學生每生分擔經費	大學校院總經費/大學校院學生總人數

 E	A # fe P￡^ & t?# M # ?-^ ?	會計年度大學校院研究設備費用/大學校院學生總數
 2-1-5.	傻功學金支出	
 『2-1-6	獎助學金佔學雜費收入比例	獎助學金總和/學雜費收入
 2-1-7.	大學校院平均學費	
 2-1-8.	平均每生經費支出	總支出經費/總學生數
 。士。	單位教師薪資	教學人事總經費/專任教師總數
 2-1-10.	單位行政人力負擔(生職bbL)	學生總數/專任行政職員總數

 卜	大學校院每校平均可使用電腦數(每生擁有電腦數)	大學校院可使用電腦數/大學校院總數電腦數量/學生人數
 2-1-12	大學校院圖書經費所佔比率	大學校院圖書總經費/大學校院總經費

 睡	校園總面積(教學、行政、體育設施、操場、實驗室等面積)	
 臣	大學校院教學場所可使用情形。教學場地面積	擁有研討室、演講廳等教學場所的面積/大學校院總數教學面積/學校總面積
 2-2、經濟財務規模指標:產出項

 。歹	指標項目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操作型定義^""
 2-2-1.	摔常門預算執行績效(率)	歲出經常門決算/歲出經常門預算^
 2-2-2.	資本門預算執行績效(率)	"""林歲出資本門泱弄/歲出資本門預昇"一

 卜	政府編列預算撥付(學校教學研究補助收入)	「
 2-2-4.	捐贈(募款)收入	
 2-2-5.	學雜費收入	
 2-2-6.	孳息(利息)收入	
 3-1、社會服務規模指標:投入項

 。歹	指標項目	操作型定義

 三	。'一	大學校院學生總人數/大學校院教師總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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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卜	;MMm-sN$###^A&	大學校院學生總人數/大學校院班級總數
 3-1-3.	怖"。"""。"	^大學開設總學分數/專任教師總數
 3-1-4.	#L###iiLA&tb	碎廣班學生人數/學生總人數

 卜	厲舀罕"""""。"。"。七匕4歹叮	推廣教育之專任教師/推廣教育之兼任教師
 E	?-&&1 t￡^￡tl-M?lwI^ tb1>']	全校開設全英語授課之課程數/全校課程總數
 3-1-7.	全校外籍教師^bb^^	外籍教師總人數/全校專任教師總人數^

 卜	商碎"""""""。"一""一"""""""""一一	數嚐蔓竺智慧"""""。"娥師'皂人
 3-1-9.	匣"。"""""。"。	大學開設選修課總學分數/學生總數
 3-2社會服務規模指標:產出項		
 毗	廊。'"""	。。"""一一-
 3-2-1.	噸""""	

 卜	^J^^c垮"'。。一-一	推廣教育淨利收入/推廣教育年度總收入
 卜	贏'""。"""。。。一""一"一""""""	"。""""。。""'。""""。'""。1人數
 卜	戶""。"。。"。一一""""""""""""一	"。""""。。""'"。"""'。院總教師人數．
 3-2-5.	磨"'。'""	

 F	大學校院提供企業界人士在職進修課程比率	大學校院提供企業界人士在職進修課程之校系所數/大學校院系所總數
 3-2-7.	場地設備管理收入	
 3-2-8.	廳。。'。。"'。。'。""""一"""一""""""一	
 3-2-9.	各工真寺支資(含創投)取得叫史益	

 阿	大學校院研發專利品之能力水準	大學校院研發專利品總件數/大學校院總教師人數
 卜	大學校院學術研究之能力水準	""'"""""""'。『""。。"'院總孝太師人數
 匣	全校平均每位專任教師推廣教育收入	推廣教育總收入金額/專任教師總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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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之二大學合理規模及進退場機制之研究

合理規模指標系統題目內容及操作型定義(正式版

第一部分:學校合理規模主軸分為

 一、人力素質規#莫:

 二、經濟財務規木莫:

 三、社會服務規模:

 第:部分:各類指標投入、產出項選擇評估

 一、人力素質織莫指標

 	1吼	心	「二"'""	操作型定義	ffin
 ｜入項一	1-1-1	11^1^7"一"@@@"""一	全校專任教師總人數		

 	1-1-2	1-1-4	專任教自巾比	專任教師總數/兼任教師總數	
 	1-1-3	巨^1^2	大學校院可使用圖書書籍數比率	胖"。'。『生總人數	
 	1-1-4	口-，-，	大學校院每生可使用期刊數比率	。""。'"『生總人數	

 	1-1-5	j 1-1-3	大學校院中具有博士以上學歷教師數之比率	學校中具有博士以上學歷教師總人數Z學校教師總人數	｜
 	1-1-6	1-1-6	大學校院中教師與行政之比率	學校教師總人數/學校行政人員總人數	口

 產出項	1-2-1	1-2-3	大學校院畢業生薪資水準	學校學生畢業後平均薪資額/22歲大學畢業生平均薪資額	一
 	1-2-2	1-2-8	校友滿意度	校友滿意度/校友問卷回收數	
 	1-2-3	1-2-7	雇主滿意度	雇主滿意度/雇主問卷回收數	
 	r 1-2-4	1-2-22	國際教育交流指數	外國留學生總數/學生總數	

 	5-2「1	1-2-16	「全校學生通過中級英文檢定等級考試之比例	在校學生參加中級英文檢定等級考試之通過人數/學生總人數	^
 	6      一2      -@一	1-2-1一一^"一^一	「大學校院畢業生就業率	前三屆畢業生之就業人數/前三屆畢業生人數	
 	卜2@	修正1-2-14	各類組大學特殊表現指數，平均學生校外優良表現次數比	在校生參加全國、國際性競賽、檢定獲獎次數/學生總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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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藝術大學:展演場數醫學大學:醫藥科技發明件數取得醫師證照比教育大學:教師資格檢定考通過率學校首長遴選及格數體育學院:師生參與競賽獲獎率師生當選國手比		
 二、經濟財務規模指標

 	廠	百	^題目內容	寺桑作型定義	。訌
 ｜	2-1-1	2-1-1	學校為蔥黑舀三爹爭		

 	門	2-1-3	學校學生每生分擔經費	忱總人數	

 	缸	T	校園總面積(教學、行政、體育設施、操場、實驗室等面積)		
 	2-1-4	門	大學校院圖書經費所佔比率	肛""""老．包經費	
 	鬥	2-1-10	單住行政人力負擔(生職bbL)	學生總數/專任行政職員總數	
 	2-1-6	2-1-5	獎助學金支出		

 	2-1-7	2-1-11	每生平均可使有電腦數	學校可使用電腦數/學生人數	
 	2-1-8	男印『i7口^LL	宗教大學:宗教團體資源投資占總經費比	宗教團體投資金額/學校總經費	
 產出項	2-2-1	2-2-3	政府編列預算撥付(學校教學研究補助收入)		
 	2-2-2	2-2-4	捐贈(募款)收入		
 	2-2-3	2-2-5	學雜費收入		

 	2-2-4	2-2-2	資本門預算執行績效(率)	歲出資本門決算/歲出資本門預算	
 	2-2-5．@@	2-2-1	經常門預算執行績效(率)	歲出經常門決算/歲出經常門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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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社會服務規模指標

 	M	$16 SI	題目內容一	操作型定義	恆

 投入項	可	3-1-1	卜妄荔"。"	師總人數匕莘校學生總人數/學校教"一"""一一"一""一一"…"一	
 	甲	3-1-8	%MW&% %M # -^ ttM	獲得智慧財產權之教師人次/教師總人數	一@@一^^一@@^^一@@^^一
 	I 3-1-3	3-1-3	JF?MtS:f^Jlfc	教師總數凌學開設總學分數/專任	一""一"""
 	3-1-4	3-1-2	大學校院平均每班學生人數""一"	從班級總數	
 	丁二三	3-1-4	碎"""""	，推廣班學生人數/學生總人數一"…"一"""""一"""一	口一--
 	3-1-6	3-1-5	一教自巾bb侈u"一		
 產出項	3-2-1	3-2-8	*H^t (&Rftt) &>^	"一"一"	一""""""""""
 	3-2-2	3-2-1	古推廣教月收入"一		1
 	3-2-3	3-2-5	雇學合作收入@@"…@@一"一一		1

 	3-2-4	3-2-3	向堯產學合作之能力^JC準	學校產學合作之總金額/學校總教師人數^"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口
 	3-2-5	3-2-9	各項投資(含創投)取得收益^		一---口
 	3-2-6	3-2-10	大學校院研發專利品之能力水準^	學校研發專利品總件數/學校總教師人數"""""一""	

 	3-2-7"@@	3-2-11	大學校院學術研究之能力水準	學校^CI等期刊論文總件數/學校總教師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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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Z

 附錄三大學合理規模指標DEA分析單住

 「一般國立大學					
 口二0^20年			^20年以上		
 編號	學校	Pu校年月	a	學校	創校年月
 1	Nl-15	^西兀1989年一"	I	Nl-01	西元1926年'
 2口	Nl-16	西元1994年	2	Nl-02	^西元1920年^
 3 一二卜	Nl-17	停元，。。，年	3	Nl-03	Sit 1927^-
 L，一一	Nl-18	停元2000年	-…4	Nl-04	西元1956年^
 5「	Nl-19	停元2000年	5	Nl-05	^西元1928年
 			6	Nl-06	^西元1946年
 	口一----．．．----		一^^^^7	Nl-07	西元1946年
 			8	Nl-08	西元1948年
 		□．----．-	9	Nl-09	西元1953年
 	L．---一一一…		10	Nl-10	西元1958年
 		「-一---	11	Nl-11	西元1962年
 	二"		12	Nl-12	西元1972年
			13	Nl-13	cto 1980 #-
 			14	T	西元1987年
 口一般私立大學					
 1	Pl-01	西元1989年	1	P2-01	西元1925年
 2	PI-02	西元1990年	2	P2-02	西元1950年
 3	PI-03	西元1990年	3	P2-03	西元1954年
 廿^^^^^一一	PI-04	戶云，990年	4	P2-04	西元1955年
 三	Pl-05	卜元1993年	@一	P2-05	西元1955年
 @@	Pl-06	西元2000年	6	P2-06	西元1957年
 7	Pl-07	西元2000年	7	P2-07	西元1957年
 8	Pl-08	西元2000年	8	P2-08	西元1958年
 9	Pl-09	西元2000年	9	P2-09	西元1960年
 10	Pl-10	西元2000年	10	P2-10	西元1961年
 11	Pl-ll	卜元、。。:年	11	P2-11	西元1962年
 三	Pl-12	臣元、。。、年一"	12	P2-12	西元1963年
 			13	P2-13	西元i965年^
 		卜	14	P2-14	西元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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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大學			醫學大學		
 編號	磚壬才交	創校年月	編號	學校	創校年月
 一二---	A-01	西元1982年	且	M-01	西元1954年
 「一生-	「五^02	倖元1996年	2	M-02	西元1958年
 L---一-．:---	A-03	西元2001年	3	M-03	西元1960年
 L一．---	。""-一		4	M-04	西元1960年
 「教育大學			體育學院		
 ̂編號	「三	創校年月	編號	學校	創校年月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壬	E-01	西元1923年	I	S-01	西元1968年
 □三--	E-02	西元1927年	「三	S-02	西元1987年
 3	E-03	西元1928年	"三	S-03	西元1996年
 一@@一．寸	E-04	西元1940年	宗教大學		
 『5	旺05	西元1940年	1	O-Ol	西元1990年
 6	E-06	西元1946年	2	O-02	西元1996年
 7	E-07	西元1947年	勺D	O-03	西元1997年
 8	E-08	西元1967年	4	O-04	西元2000年
 9	"旦"	西元1970年	@	O-05	西元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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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門- 3，「
附錄四大學合理規模及進退場機制之研究訪談稿

 壹、目的

 一、全國大學的 適規模?

(一)從人口統計分析生源的變化趨勢

(二)規模的定義與影響因素

 (^^)規模、市場區隔、經建人力的連結適切性

 二、個別學校的合理規模?(從經費、資源的角度切入)

(-)經濟規模

(二)社會服務規模

(三)人力素質規模

(四)合理規模評比的執行

 三、進退場機制運行方式?

(-)進退場的方式

(二)如何進退場?

(三)後續協助?

 貳、訪談大綱

 一、全國大學的 適規模?

(-)從人口統計分析生源的變化趨勢?

 ̂^ ^人口結構變遷，學生來源有何轉變?

 ̂2:傳統生源減少，學校如何開拓新市場?

 ̂3:面對新市場，學校經營面向有何轉變?

 (二)規模的定義及影響因素?學校特性、國際生源

 Ql :大學規模的設定有何面向?

 Q2:影響規模的指標為何?

 Q3^依此規模面向大學如何轉型?轉型的方式?

 (三)規模、市場區隔、經建人力的連結適切性?

 Ql :我國大學整體規模除了成本效益的考量外，從國家整體發展而言，

大學的發展還有哪些標地?原因為何?

 Q2:大學發展及規模的切割，需要總體規劃?教育部可以提供哪些協助?

219



 二、個別學校的合理規模?(從經費、資源的角度切入)

(-)經濟規模

 ̂^ ^大學組織結構環境，配合規模調整應發揮哪些技術能力?原因為何?

 ̂2:學校經營在經費供需、人力資本、行政運作、設備物資，應發揮哪

些技術能力?原因為何?

 ̂3:為符合經濟效益，學校在教育市場開發?應具備哪些技術能力?原毆

"為何?

^4:教育部應扮演的角色為何?

(二)社會服務規模

 ̂^ :學校經營，尋求品質保證，符合社會期待，在政府政策、學校目標

 執行方面，學校應有哪些技術能力?原因為何?

 ̂2:學校經營，尋求品質保證，符合社會期待，在學生、產業的顧客滿

 意層面，學校應有哪些技術能力?原因為何?

 ̂3 :學校經營，尋求品質保證，符合社會期待，在研究、教師專業表現

 層面，學校應有哪些技術能力?原因為何?

 ̂4:學校聲望的評估，有哪些困難?

(三)人力素質培成規模

 Q^ :學校經營，營造人才供需平衡環境，實現國家宏觀政策目標，在研

 發、創造新知識方面，學校應有哪些技術能力?原因為何?

 Q2學校經營，營造人才供需平衡環境，實現國家宏觀政策目標，在提

 供人力及與產業人力交流方面，學校應有哪些技術能力?原因為

何?

 Q3:學校經營，營造人才供需平衡環境，實現國家宏觀政策目標，在產

 學合作互動交流方面，學校應有哪些技術能力?原因為^^

 Q4:人力需求評估，教育部應扮演的角色為何?

(四)合理規模評比的執行

 Ql :規模不經濟學校，標準何在?^口何退場^困難之處哪裡?

 Q2:學校治理層面，需要如何配套?

 Q3:教育部應扮演的角色為何?

 三、進退場機制運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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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進退場的方式?轉型、合併、廢校

^^ :進退場的方式有哪幾種形式?優缺點?

 ̂2:法律層面，需要如何配套?

^3:適合我國國情的方式?為什麼?

 (二)如何進退場?評估方式、指標

 Ql．:評估單住評估?or市場機制?為什麼?

^2大學學門領域分類應否考慮?為什麼?

 Q3:教育部應扮演的角色為何?

(三)後續協助

 Ql :進退場學校的權益?如何配套?

 Q2:職工工作權?學生受教權如何處理?

03:教育部應扮演的角色為何?

22



222



--

卜卜?卜丁口
 之二，^‥7、．，、，．

．．

附錄五焦點訪談會議紀錄

 教育部整合型研究計畫「我國人□結構變遷與教育政策」之子計晝四

 「大學合汪里另劫莫及進退場機制之研究」第二次專家會議紀錄(南部場)

 。時間:中華民國96年02月12日(星期一)上午10:00

 。地點:成功大學雲平大樓5F會議室

 ．主持人:湯研發長堯

 。出席人員:台南大學黃校長政傑、高雄醫學大學余校長幸司、

 崑山科技大學楊校長明興、立德管理學院施校長鴻志、

 雲林科技大學林校長聰明、南台科技大學高主秘文民

 。列席人員:成副研發長群豪、楊委員明宗、王校長宗坤、

蘇老師建洲

 ．會議記錄:林靜宜

 壹、主席報告^(略)

 貳、「研究問卷」委員意見陳述:

 一、高雄醫學大學余幸司校長

 (-)醫科類大學目前的進場已由過去的醫學院轉型為醫學大學。

 (二)目前醫學大學的退場機制要從本土走向跨國界的醫療，但國內政策面

 尚未有完整規範，未來醫學大學若能吸引國外與大陸優秀學生來台就

 讀以及應用數位影像技術進行農業、醫學、藥學還有公衛護理等多方

 面的跨國際整合應用，將是不退場之關鍵。

 二、雲林科技大學林聰明校長

 (-)國內大學環境限制太多，大學法規應趕快鬆綁，以提升學校自主權。

 (二)問卷指標之操作行定義應更淺顯。

 三、崑山科技大學楊明興校長

 (-)除了合理規模外，大學競爭力是否也應一併考慮進退場機制中。

 (二)跨專業之整合能力或許是台灣大學提昇世界競爭力的努力作法，不只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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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際間之專業能力整合，校際間之核^^能力整合也相當重要。

 (三)-個大學之合理規模，經由總量管制雖然不是百分之百完美，但它是大

 家可以去遵行的遊戲規則，也有它的客觀性在，但這二年來總量管制並

 沒有發揮它的精神，完全由政治考慮，失去總量管制之設計意義。

 四、南台科技大學高文民主秘

 (一)科技大學和一般大學的合理規模和進退場機制是不是要有所不同，因為

 同樣的分類科目裡面，科技大學之內容活動和一般大學確實有所不同，

 在這個研究分類上是不是應區隔一般大學和科技大學。

 (^^^)大學之發展策略應該是一個重要影響因素，在研究裡面是不是能夠納入

 考量。

 (三)績效之衡量到底要用質或用量，或質量兼具是值得納入考量的地方。

 ̂v3^未來學習是跨領域之整合，將來系所的角色會慢慢萎縮，反而學院角色

 會加重，故合理規模和進退場機制研究，是不是要以系所或以院做為研

 究的重^1^^^，可以加以考量。

 (五)大學國際化程度是一個重要指標，學校招多少個外籍生，有多少學生出

 國，學生的成就提升多少，甚至有多少交流、多少產學合作或者研究案，

 教學的互往，這個都應該納入研究裡面去考量。

 五、立德管理學院施鴻志校長

 (^)除了區分一般大學和科技大學外，應把國立大學、私立大學還有宗教大

 學區隔開，否則宗教大學使用合理規模，數據上將很不理想，因它的研

 究所未列於教育評估的考量上。

 ̂^^私立大學納入董事會健全度，國立大學之法人化，以及宗教大學之募款

 制度健全度等可納入研究考量。

 (^2^)有些科系可能招生人數不佳，但對國家未來發展卻有實質助益，因此使

 用學生數當作指標決定進退場機制，似乎風險性過高。

 六、台南大學黃政傑校長

 (^)指標系統理論裡建立合理規模和相關指標是 重要的關鍵，但研究申有

 些指標從理論上看不出和合理規模的關係，故建議針對指標和規模一一

 去釐清。

 ̂^^私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有一些現成指標可以用，評鑑指標技職司和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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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亦有一些現成指標可以用，是不是可考量納入部分現成指標。

 ̂^^指標的層級和單位應再多加衡量。

 (四)指標幾乎都比較偏較理工部份，所以提到產業都是理工產業，提到論文

 都是SCI ^ E^等期刊，但對人文、藝術導向大學是不是合適還有待商確。

 (五)學齡人口和少子化部份本研究有事先考量，但終身學習建議可一併納

 入。

 參、綜合討論:

 一、成群豪副研發長

 (一)各類型指標之操作型定義和理論的連結關係似乎還未臻成熟。

 (^)有些指標從教育哲學觀點來看，跟每一個績效規模理論問的連結，還必

需找出較有利之文獻或者過去相關的研究來支持績效和合理規模之間

 產生的關聯。

 (三》大學之分類還必須進一步作一個可行的分類和調整。

 二、高雄醫學大學余幸司校長

 (一)大學規模方面，並非只有人數或是錢的問題，質的方面並未在此研究中

 顯現出來，質的問題包括跨領域的整合，以及整合後之競爭力問題。

 (^)人力資源分析以及研究生、博士班研究生之質與量亦應納入探討。

 (三)進退機制宜納入大學的策略聯盟連結度。

 ̂vg)私立學校董事會制度化是很重要的關鍵。

 三、楊明宗委員

 (^)國際化指標非常有代表性，在指標這部份會把它納入考量。

 (^=^)公立學校編預算有A版和B版，此部分將針對公立學校納進去做考量。

 (三)經營成本效益部份，是一個非常好的建議，所以在內部審核會納入考

 豆。

 四、王宗坤校長

(-)產學合作之統整和跨專業整合並把質性資料轉成符合我們研究方法的

 量化的數字，將再繼續努力。

 (^^^)人文學科產學合作部份將納入研究指標中。

 (三)社會經濟規模將把它歸類為社會服務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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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蘇建洲老師

 (-)私立大學有沒有可能停辦，類似日本私立大學的破產，那如有這情形發

 生，政府教育部的應該角色是怎樣扮演?或者學校應該怎樣去處置?

 六、立德管理學院施鴻志校長

 (-)要停辦私立學校，教育部目前沒有辦法，董事會法的問題就沒有辦法處

 理了，要停辦可能很難。

 (^)系所的調整倒是可能做到，停辦系然後新增系。

 (三)高教體系和技職類學校搶學生的問題，教育部要儘早妥置，不然台灣教

 育制度將呈現亂象。

 七、崑山科技大學楊明興校長

 (-)真正停辦的唯一案例高雄國際商專，被教育部勒令停辦，併進高雄工

 專。

 (^^)目前大學國際化沒有很明確之指標，大都依照著教育部有補助的指標在

 執行。

 (三)具有悠久歷史、評價好的國立大學應努力發展自我學校特色來吸引國內

 及國外優秀學生就讀，否則僅以獎學金多寡與私校爭取學生，對學校自

 我定位及多元化方面將具有一定阻礙。

 /L、台南大學黃政傑校長

 (-)招募大陸學生來台就讀屬於政治問題，非學校一己之力可改變。

 (^^當學校經營規模的指標能有效率使用時，學校規模還是可適度成長，只

 是要不要成長，應由經營學校的人自己決定，而不是由教育部來告知。

 (三)教育部應以保障基本品質為主，而非告知校方合理規模為何。

 肆、主席結論:

今天專家會議所討論的內容對於我擔任致遠管理學院研發長有相當大的幫

 助，很多都是屬於智慧財產權，很感謝大家的分享，今天的座談內容，將會製作

 做成文字稿，並單獨寄給各位專家。感謝諸位的指導，研究團隊接下來會適度將

 各位的建議融入指標，同時為了避免被判定本研究的輸入和輸出都是量化指標，

 所以接下來會透過訪談方式來補強，避免過度主觀和相信數據，今天文字稿我們

 也會適度引用，以作為後續評論和分析的依據。

226



 教育部整合型研究計畫「我國人□結構變遷與教育政策」之子計晝四

 「大學合理另劫莫及進退場機制之研究」第二次專家會藹紹懿汞^3^吾卜場)

 ．時間:中華民國96年02月26日(星期-)T午14:00

 ．地點:教育部4F第一會議室

 。主持人:湯研發長堯

 。出席人員:前嘉義大學楊校長國賜、聯合大學李校長隆盛、台灣海

 洋大學李校長國添、台灣藝術大學黃校長光男、暨南國

 際大學張校長進福、台北大學侯校長崇文、朝陽利技大

學陳副校長建勝

 。列席人員:教育部劉專門委員姿君、成副研發長群豪、楊委員明宗、

 王校長宗坤、蘇老師建#．H

 ．會議記錄:林靜宜

 壹、主席報告^(略)

 貳、綜合意見討論:

 一、前嘉義大學楊國賜校t

 (一)合理的規模與進退場機制，兩者要思考如何去做連結。

(二)合理規模是由教育部依照人口數及一些基本指標去建立(例如:土地面

 積、校地)，或是從目前各個學校的現況去倒退回歸，必須思考。

 (三)建議可以去搜尋國內外有關合理規模的文獻，以作為教育部政策訂定

 的依據。

(四)過去過內曾有研究根據國外的文獻去推估一間大學之合理規模為一萬

 人，但國內大多學校都達不到此標準，對公立大學來說，合理規模可

 以去規範它，但對私立學校是否同樣適用，尚有討論空間。

 (五)-個合理的經濟規模，可以確定一個大學的規模，並從中去探討是否

 有資源浪費的情形。

 (六)目前高等教育大家都在關^L^少子化的問題，但國外的趨勢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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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如何去增加成人教育的部份為學校另一個發展重點。

 (七)可以從中原大學的現有資料庫，去歸類出各大學的類型，再對照其目

 前現況，從申去對照出一些比較重要的指標。目前問卷裡有些指標與

 合理規模是關連性比較低甚至沒有關聯性的，故建議可從現成資料庫

 建立指標。

 (八)如果訂出某些指標進行退場機制，那造成的那個問題會更多，反而應

 依循市場機制，讓學校在評鑑下慢慢的被淘汰掉，淘汰不了的，他慢

 慢再轉型，像現在就很多高職就被淘汰了。

 一、台灣藝術大學黃光男校長

 (-)高教裡面教育應該講究的是成本概念，計算出一個學生平均使用資源

 及花費，強調的應該是管理以及市場機制。

 (二)因為過去未做市場區隔，致使歷數類大學之重複性很高，學生的畢業

 出路形成一大問題。

 (三)大學 重要的工作有三點，第一:加強師資;第二:了解學生的畢業

 出路，有沒有工作等;第三則是學習的品質，

 (四)學校課程的設計一定要符合學校的需要、符合社會的需要。

 (五)目前藝術類學校的師資結構有問題，例如畫家不等於教授，晝家等於

 藝術家，畫家教授則是技術類的專家，國外有劃分，但國內似乎沒有

 一個統一標準。

 (六) SCI對於我國學術的幫助，應有一套客觀的統計數據。

 (七)^些學院改制成大學後，反而國家的競爭力會降低，因為有些學生根

 本不需要四年的教育就能夠找到工作或習得工作技能，卻花了四年時

 間接受所謂的高等教育。

 (八)未來系主任也會朝經理制的角度發展，能帶進多少產學合作績效便成

 是系所經營及學校發展的重點。

 、台北大學侯崇文校長

 (-)教育部應建立一套客觀的指標測量機制，建議採用T^ornstone Scale ^

 對各大學每一個指標給予一個重要值，重要值取平均值，去取 高分。

 (二)台北大學目前訂了七個有關競爭力的指標，並掛在學校網站上指標，

 學校的指標跟本計劃的指標真的是不一樣，我會覺得學校的指標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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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因為學校是要自己跟自己比，指標是自己要跟自己比才有用，指

 標上升就表示學校有在進步，否則任何學校跟台大比都贏不了。

 (三) -定要建立科學的指標，同時不同的性質要有不同的指標，否則人為

 因素影響太大。

 (四)大學經營很複雜，不是三個或六個面向就能夠涵蓋。

 (五)大學的測量應該採多面向，而不要採用此計劃的單面向。

 (六)教育部不應該用一條鞭的高壓管理，．使得許多重要政策都跟社會潮流

 背離。

 (七)指標的建立不應只朝本土化發展，應該與國際接軌，參考世界先進國

 家大學的測量指標，才不會背離世界大學的發展潮流。

 (八)過去評鑑用一兩個人來決定指標重要性，真的很危險，建議還是比較

 傾向於用多面向的指標，每一個給他0．1分或很少的分數，累積下來每

 個學校的開始點比如說幾分例如我們學校是50分，結果變成55分，

 那就進步啦，然後我自己訂55分那我覺得很滿意那就可以啦，教育部

 不需管制太多，有進步的給予多少資源補助就行了。

 四、致遠管理學遠湯堯研發長

 (一)指標建構有時容易過於主觀，所以研究希望是從屬性相同的大學裡

 面，我出影響同一組學校共同因素，並找到一定範圍的指數模型。

(二)研究希望能透過適當的既有的資料庫去了解到同一屬性接近的學校裡

 面，為什麼有些表現比較好、有些表現比較不好，之後呢再透過這樣

 的方式去診斷，什麼因素會讓你覺得在這個組裡表現比較好。

 (三)本研究裡面有很多面向，例如:人口、經濟、社會，但是有個因素才

 是 重要的一政治的因素，但政治因素並非研究之考量重點。

 (四)希望研究成果能讓學校了解自己學校的現況外，同時能知道別的學校

 在某個同屬性的範圍裡面，可以去比較某些數據可能表現很亮麗，某

 些數據不是很亮麗，不是很亮麗的時候，這時候他覺得可能要系所調

 整進退場。就像有些人覺得幼兒教育系太多了，就改成幼老系，通吃^

 他的目的很清楚:趕快做退場，轉型^

 (五)過去很多南大學老師來主導轉型，其自主意識太高了，你沒辦法告訴

他說:你要轉型^你要轉型^但是希望透過本研究整理出同屬性之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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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圍比較的方式，曲學校甚至是行政團隊或教育團隊自行調整。

 五、暨南大學張進福校長

 (一)訂指標的時候，除了學校年齡外，還要反應所謂地區的差異，我覺得

 這是必要的，高教司對於高等教育發展到現在，基本上早期沒有採取

 高度管制，到後來採取完全放任，所以現在有許多的大學院校成立及

 運作。當大學現在還未變成社會的負擔之前，應該儘快建立退場機制。

 (^^應該去計算每單位學生經費產生的效益，善用現有資料庫，並且找出

 蛀1連帶計算出學生人數， 後區分出類別，例如:都會與非都會、找

 出多種分類以做出不同的合理指標。

 (三)研究之問卷設計與合理規模的關聯度非常脆弱。

 (13)以我學校來講，如果你要看規模你要從哪個角度切入?從成本規模，

 也許我5000人已經夠了，所有的設施用9個月這個也會受爭議，或根

據學術領域的完整規模去切入嗎?

(五)有時候政治的干擾就將所有的研究成果及成效推翻了

 (六)合理規模還是跟學校的類歸有關係，像藝術他就是人不會很多，像醫

 科為主的大學他的人也不會很多，他們基本上是個別教學，

 六、海洋大學校長李國添校長

 (-)分類應分別出有歷史性及非歷史性之學校。用三年內畢業生的就業率

 當做指標，但沒有歷史性的學校，事實上畢業生都在唸研究所，都在

 等著當兵，教育效果納入這部份是有問題的。

 (^)有歷史性的學校，則不只是看就業率，應該要比較更深入的研究，比

 如說:上市上櫃公司的董事長，它佔的比率有多少或者是總經理佔的

比率有多少?或者是年薪300萬或是200萬以上它佔的比率有多少?

 ̂^^如果弄另一個指標出來的話，台大的成效可能沒有海洋大學好，這是

 為什麼?建議以錄取學生的平均成績，當作每個學校的偏差值，比較偏

 差值跟學生的年收入，例如海洋大學光看有60幾個領港，每個領港月

 薪80萬，用低學歷的學生教育出高收入的學生，在偏差值比例上就

士^孤刮

 過台大許多。

 (四)除了比較表面上的指標，每個指標應該要再深入在去探討。

 (五)台灣大學的工學院的^CI的數目，跟西德是差不多的，但是我們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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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工業水準跟西德差多少?這就是台灣用數目來衡量之迷思。

 七、朝陽大學陳建勝副校長

 (-)建構大學的資金成本應內入指標進行適度的計算。

 (二)大學的精神在於改變學生一生的能力。

 (三)指標建構其實滿重要的就是建構自我的比較。

 (四)合理規模要跟退場機制連結，那麼公立、私立為一個類別，歷史悠久

 與否也是區隔，另外技職跟一般普通大學也要區別。

 (五)既然研究計晝是要比較好的一些相關的指標建構，或給教育部一些建

 議，是不是在分類上可以做比較大方向的分類，未來可根據本研究分

 類進行深入的探討及後續的研究。

 (六)學生在透過四年甚至六年大學的改造之後，讓他們能夠學習到不同的

 技能，那麼這個就慢慢凸顯到各校的特色，在台灣現在這麼艱鉅的高

 等教育產業的一個競爭環境之下，似乎各校訂下自已的特色是比較重

 要的。

 八、致遠管理學院成群豪副研發長

 (-)教育部不希望本研究去不要去挑戰他們怎麼樣管制的政策。

 (二)這個研究給合理規模作了一個定義，就是說:所謂經營的、績效的

 適化，那這樣子才能夠跑DEA，才能夠從DE A的角度來做一個

 大的分析，從學術角度去切入會比較客觀。

 (三)財務的效能這塊，我們就比較鎖定在他的各項的資金成本，相關的投

 入跟產出的效能這個角度我們來做一個分析。

 (四)社會服務這一塊，我們著眼在才學對於社會的投入，人力素質呢，我

 們就解釋他的學生的表現，很細部的比方說三年的時間夠不夠啦?還

 有學生的還有很多探討的空間。

 (五)指標仍需做調整，調整的方向會按照各位校長所提的，自己跟自己比，

 同類跟同類比，而且做為個別成長跟績效所謂標竿的一個方案，再往

 上看的話，這個D^^這一塊更回歸這個我們只是這個研究案子裡面

 的一個研究方法的一個呈現而已，但是我們還會透過文獻的分析跟政

 治的質化分析，來呈現出給教育部的一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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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主席結論:

 我想說因為技職將近80所已經脫離掉了，這邊大概69所，大學多太多了，

 原則上進退場我們不敢貿然的說各大學這個學校要如何如何，我們只會說訂出一

 個範圍讓他們知道，在這個範圍來說我們也盡量只是一個參考的數據，因為透過

 這個數據的參考之後 重要的工作是在質的敘述，剛剛副校長所說的，特色阿或

 者是說很多時候如何能讓各個學校都會非都會等等，我想這些都是很重要在我們

 內部會去描述的，事實上來說的話我們也預期的啦，我們做的這個研究不管是藝

 術大學、醫學大學希望我們大家都能在這個技術上更好，我一直附議侯校長所說

 的:自我成長、自我比較，自己能夠更好，這才是 重要的，我大概做這方面的

 一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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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政策建議及具體措施

卜

士官且

壹之

因應生源變化趨勢方面

 一「因應學齡生源變化趨勢，提供定位明確之 適化課程」

 	立即可行建議	一"'""
 略策一	^1、以課程改革開發學齡(18-22)學生	^2、協助學校課程轉型及開殷其他學術
 	來源。、""一	L產，面。。
 	^1．1、大學應對課程規劃實施改革，強	2．1、推動專案協助學校檢討現行系所
 	^化定位與區隔，滿足不同需求之	規劃課程西己置等學術產品，調整
 	^學生。	課程之客製化。
 	^傳統18-22歲本科生學齡學生來	課程一定要符合社會的需
 	^源之確保將是各大學能否在少子	要，教育部應和經建部門密切聯
 	化浪潮下水續經營的關鍵。這項	繫，隨時掌握產業和經濟發展趨
 	策略必須由學校主動規劃，一般	勢，設置教育產業與經濟發展平
 	而言大學課程改革係以調整科系	台，鼓勵大學根據社會需求調製
 	與課程及學生跨領域學習之規劃	客製化課程成為學術產品，並透
 且輟	為主軸，以培養學生具備基本核	過消極之評鑑、積極之專案獎勵
 措施	^tb能力及多元能力之人才。	方式，促使學校和系所回應社會
 	1．2、學校若以開發生源角度規劃課	需求。
 	程，則近年來各校調整系所名稱	

 	和專業領域之作法，可繼續推動。1．3、引導學生在專業領域中建構其思	

 	考方式，並學會如何找出學習童	
 	點，進而培育出寬廣的視野與領	
 	導的能力，使學生在大學教育之	

 	後能擁有高度之社會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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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之二「體察各類型學習市場趨勢，開發多面向學生市場

 	立即可行建議	中、長程建議
 	叩。"""'。"""。	2、開發多面向學生市場，協助大學將

 	^d立。	進修推廣教育的觀念擴大為終身繼續教育。

 策略		3、鼓勵大學與企業合作，開發企業大學(^0印orative university j ^教育市場。
 	1．1、將學校的學生組合列為學校中長	2.i ^ BM%^m%mm%M%Lttt$t
 1	期發展計畫的內容，這個作法的	圍縮小，如停減辦在職專班，宜
 I	用意是喚起大學正視學生市場	將在職進修與學位授予掛勾之作
 	變遷的事實，根據自己的特色組	法修正為終身教育導向，另給成
 具體^	合學生，然後再據以配置資源和	績認証，使其對在職進修者之職

 措施^	財務運作。	涯仍有助益，亦可避免學位浮濫之虞。3．1、鼓勵大學和企業開發合作課程或量身訂作之企業大學課程，結合
 		企業研發之需求，開發學生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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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學校未來經營的市場趨向方面

 貳之一""^^"		「曰開拓國際化市場」一一""	
 	立即可行建議		""一…中、長程建議
 	卜	提升國際學生的服務品質。	5、協助學術交流、促進學術能見度，
 	2 -	爭取國際正統華文語j市場。	建立國際特色。
 策略	@｜	開發跨國際整合課程爭取優秀外	6、發展東南亞特色產物課程(如農
 		籍生與陸生來台。	業、生科、區域經濟管理等)成為

 	4 >	教學、研發、產學、行政、經營管理等全面國際化。	亞太區域學術中^t^  q
 	cN戶	、建構國際化之求學環境，協助大	5．1、繼續落實協助學校發展具特色與
 		學投資興建國際學舍或國際學	競爭力之專業學程，激勵大學建
 		人樓。	立數個跨校特色專業學域。

 	2．1	、運用正統華語文優勢，爭取成為主要國際華語文教育輸出市場。因應全球華語市場需求，建立對外華語教學能力專業，應積極擴	近年來學術界面臨競爭壓力，各校均極力思索積極提昇國際學術能見度，跨校合作針對建
 		大配套措施，鼓勵具備相關條件	立特色領域之作法，發展出幾個
 具體措施		之大學開發華文教育之國際市	在國際高等教育市場上的亮點
 		場，並以正統漢學和中國做出區	( Spotligh^)，在區域發展中形成
 		隔，吸引優秀外籍生來台。	核^ti學術品牌。
 	3．1	、開發跨國際整合及應用課程，在	6．1、如以東南亞研究為主軸，建立此

 		高新領域如生技、醫藥等方面形成國際頂尖課程，爭取優秀外籍	領域之台灣學術品牌。如發展東南亞特色產物課程
 		生與陸生來台。	(如農業、生科、區域經濟管理等)

 	口	、國際化是大學績效的指標，要做到教學、研發、產學、行政、經營管理等全面國際化，吸取他人長處，敗發辦學創新。	成為亞太區域學術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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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之二擴展多元化市場」

 	立即可行建議	正	^"""-一"""^"-"-"""^""""""""、長程建議
 	^1^^"^@@一一1、大學要重視高齡化學生的市場及終	卜	依據社會經濟及產業發展人力需
 策略	^身學習課程的建置。		求，開發高教市場的其他面向。
 		3、	協助學校建立彈性調整經營的能力
 	1．．一一一-------		與機制。
 	1.1 > 5tiL?##H^b^A*#4?	二仞口工	、引導學校重視進修及推廣教育在
 	育市場是大學永續發展的經營理		市場經營上之重要性。
 	念，｜｜		大學必須正視學生人口結構
 	^生源變^^意味著學生市場的		因素變遷的現實，進而配合學校
 	多元化，大學應及早將視野擴及		定位配置學生市場比重，政府則
 I	成人與老齣學生市場，為其提供		負責建立整體環境，從學習者補
 具體^	量生計作的教育與職業訓練服		助、開課者獎勵、投資者(提供
 措施^	務。並打破社會對大學生即為		機會給員工參加成人教育)減免

 	18-22歲學生之刻板印象。		稅捐等多方面鼓勵成人教育市場之建構。
 I		3．1	、運用各大學高等教育經營相關研究所之know-how，協助大學有效
 			能之多元化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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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之三「建立特色化藍海市場

 	立即可行建議	申、長程建議
 	1、突顯學校課程特色。	^2、敏察產業趨勢，搶佔尚無人開發或
 策略		深具潛力之市場。
 		3、建立具創業精神、獨特品牌之高教
 	1．．．．-．-	口市場。
 	1.1 - M ^ Sl& - ?.%$-$t&&M	2．1、教育部與產業界過去素無關係，
 	^程亟待開發。	大學對於產業發展亦甚疏離，宜
 	^針對學校定位與特色規劃課	建置高等教育市場連結產業趨勢
 	^程，如不必一窩蜂要成為研究型	分析之各類資訊系統。
 	大學，學校應打破重研究、輕教	教育部可設置智庫小組，分析
 	學、少推廣、不行銷的思想。	國際與國內產業發展趨勢，以及
 	1．2、以課程特色作為辦學特色之基礎。	因趨勢而帶來之資源，提供大學
 	課程特色本為植基於辦學理	作為建立特色市場之參考。
 	念，各大學辦學理念之差異性即	3．1、鼓勵大學以創業型大學之理念發
 具體	成為課程特色之基礎。	展，重視品牌行銷。

 措施一		創業型大學是涉及教育哲學的一種理念，對於經營環境壓力日增的大學而言，大學既要獨立於政府和產業之外存在，叉有與這些機構高度地相互作用的需求，故傳統線性式的教學、研究、月良務功能論述，已不足涵蓋當前知識經濟體系下的大學功能，教育當局有責任透過立法、修法等手段導引大學朝向創業機制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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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之四「延伸知識經濟市場規模

 	立即可行建議	中、長程建議

 一策略	^1、強化學校與產業互動。	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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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促進辦學績效方面

 參之一「檢視大學辦學規模績效、、」"一""一			一"""""""""""一""""""""一""""一一
 	立即可行建議	申、長程建議	

 """策略	磁"	3、4、	整合資料庫各自為政現象，建立一套適用於各種評鑑自捕十量資料庫。不同性質、定住之大學應建立符合
 	I		自身特色歸類之資料庫。

 		@	將品質商數之機制導入各種評鑑作業之中。
 	卜丁'建置;﹂從事""責。。"為、體	13卜	、資料庫標準化，採以改善/績效
 	^功能之大學關鍵績效指標u口I)資		責任取向之評鑑模式。
 	料庫。	4．1	、應立法規範各大學不分公私立必
 	1．2、建立一套公私立大學項目一致的		須公布資料平台，從事知識管
 	校務資料庫。		理，使各大學績效表現的基本數
 旦"吐"。"工	2．:、新修正的大學法再三強調學校的		據為全民所共知。
 措施	自我遵行機制，顯示大學自主運	5．1	、以品質商數作為經費獎補助等激
 	作權力，同時規定大學應定期對		勵或酬賞機制之根據。
 	教學、研究、服務、輔導、校務		
 	行政及學生參與等事項，進行自		
 	我評鑑，此項大學自我檢視之結		
 	果應向社會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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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之二「持續改善人力素質規模績效」			
 	立即可行建議	一'""""二	
 	^1、繼續推動重要特色領域人才培育改	卜	"^""^"…""一@@、推動發展強化跨國際、跨領域整合
 	^進計畫。		與應用之綜合化教學功能，強化學
 策略	2、激勵大學規劃「以學生為申^^」的		生競爭力。

 	"""竺""""	4        一	畢業生表現列為人力素質表現檢驗項目。
 	^1．1、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重要特色領	勺q	、除了重要特色領域外，跨國際、
 1	域人才培育計畫應繼續長期執		跨領域整合與應用之綜合化教學
 	行，且不必和教育資源之分配拮卜		功能亦應提升。
 1	勾。	4	、同步建立畢業生就業率雇主滿意
 具體^	2．1、以系所評鑑中之「學生學習與學		度、薪資水準、特殊表現、學生
 措施^	生事務」及「及畢業生表現」項		通過英撿等調查資料，為便於比
 	目為核^tr，著眼於學生整合學習		較，這些資料應有一致之標準。
 	與職場人力之評價，教師則以「課		

 	程設計與教師教學」為主。		

 一參之=^@""		「持續改善經濟財務規模績效」		
 	立即可行建議		中、長程建議	

 	卜	大學應建立成本概念，在財務合理化投入與 適化產出( 佳效能)	卜｜	強化經費與設備的治理成效，提升經營成本效益。

 策略		之間提升財務經營效能，並藉以調整總體資源運用的效益。	3、	開發並穩固延伸性的資源來源，自給自足。
 1	1．^	、各校應成立財務經營(非會計)專責單位(如財務處等)，從事整體辦學資源之規劃與執行工作。	2．1	、高等教育從業者必須調整、揚棄高度仰賴政府提供資源辦學之觀念，調整組織，積極從事多元性

 具體措施			3J1．一	募款( fundraising ) o、促使大學校務基金在投資方面開放更大之彈性自主空間，只要配套措施和內部控制機制完備，應給大學更大投資自主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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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呈"參之四「持續改舌社會服務規模績效」"一""""""一""""""		一""""""
 	立即可行建議	申、長程建議
 	1、處理社會服務規模 適化與教學研	^2、強化學術研發、產學智財表現、推
 	^究問的平衡。	^廣教育績效以提升社會服務規模

 策略		效益。3、改變大學傳統角色，在知識經濟和產業發展中時代，大學應是知識與技術創新互動的平台。
 	1．1、改善教師績效評量(教師評鑑與	2．1、建立有效可行之學校及教師從事
 	專業發展)機制，配合學校定位	社會服務激勵制度。
 	及教師自我認知調整教學研究與	3．1、為各大學導入「新公共管理」理
 	服務在教師績效評量上的比重。	念體系，建立顧客回應、成本效

 蠶 T		能、績效導向、評量實證等辦學模式，改變大學的傳統角色。3．2、大學應將知識及研發成果予以應用化，進一步鼓勵大學自主確定自己的戰略方向從事創業活動，以形成資源永續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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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協助學校符應合理規模方面

 肆之一一		「增進大學整體競爭力」	
 	，二立立即可叮建議""一		t - &&&!&
 	卜	強化教學品質、提升研發能量。	3、完成「產學合作績效評量」，配合
 	2 >	呼應社會服務功能之基本需求。	^國家整體經濟規模需求，整合系際

 策略			專業能力、開創知識發展新格局。
 I	工1口山口	、運用適切的指標系統透過分析檢	3．1、強化大學社會服務功能，儘速完
 		視教學、研發等基本功能。	成「大專院校產學合作績效評量
 	2．1	、運用適切的指標系統透過分析大	計畫」，透過績效檢測窺探大學社
 		學社會服務績效，作為對大學獎	會服務績效，建立社會重視檢視
 		補助之依據。	大學社會服務功能之價值觀，使
 具體^			大學無法忽視社會責任。

 ""□			3.2、引導大學成為創業型、服務型、自立型之具備整體競爭力之大學;在現有之教學、研究卓越計畫系統之外，增設創業、服務等卓越計畫，協助學校發揮合理規模績效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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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之二「發展大學差異化功能」		"一""""一
 	立即可行建議	一'"。"""""
 	一官小、口1、姥強專業領域整人能力。	^4、開發特色課程、強化基礎科學及應
 	^2、強化特定學習族群月良務。	^用研究。
 	^3、重視全球化之風潮，大學功能回應	5、整合校際、甚至與異業之結合，形

 策略	全球產業趨勢。	^成差異化核^^能力，明確學校之發展與功能定位。
 	。一""""""""	4．1、特色領域人才培育計劃除著眼人
 	自我定位針對市場特性做相關	才之培養外，對各校規劃"特色領
 	招生、課程、領域之規劃。	域"宜提供相關之協助。
 	2．1、在發展主軸明確定位下來強化符	
 具體	合學校目標的特定學習族群服	

 娃施，口l@@"	務^兀。3.1、擴大辦學視野，著眼淤^全封叫匕競爭，培育之符合學校目標的人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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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大學進退場機制方面

 伍之一「進場方面檢討總量發展血管制政第"，、"^^^"""^"一		一	
 	立即可行建議	中、長程建議	
 	1、檢討「規模總量發展」相關作為。	卜	透析市場趨勢，依據產業需求及學

 策略			生市場靈活調整學校組織。
 	^1．3、總量發展審查要點將規模界定	2．1	、大學系所組織調整，各校宜具高
 	^為師資和面積，但亦要求績效		度靈活彈性，除政府已設定人力
 I	^品質原則，故大學合理規模應		總量管制之系所外，大學應以市
 	^該從量化和質性兩個角度檢		場人力需求為主導，並減少報部
 	待己不。		層轉之行政程序。

 具體措梳l	1．4、總量管制宜更有彈性，讓資源較多的國立大學能增招更多大	2．2	、建置完備資訊和指標體系，學校自己要有分析市場需求之能

 I	學生，平衡高教的強弱勢差距。		力，不能凡事仰賴教育部決策，且應建立自己的績效檢測和評量機制，進行競爭力績效評鑑作為系所學院等進場之準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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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之二「政府協助但不主導大學退場」

立即可行建議  中、長程建議

策略  1、學校退場，系所先行。 協助學校整併或停辦

 1．1、現行評鑑制度確可作為系所退場

 之依據。

 1．2、累積系所評鑑績效之良蔽形成學

 院系所、大學辦學績效之基礎判

 準。

 1．3、透過建立大學辦學品質資訊系

 統、高教市場資料庫、合理規模

 指標資料庫等之資訊揭露，由市

場力量導引辦學績效不佳系所

 退場。

 1.4、應協助學校建立學校如何自己和

 自己比，明天和今天比的自我成

 長型績效模式。

具體

措施

 2．T

2．2

2。 ．O

2．4

 Z．5

2．6

 修正私校法，針對將來有可能停

辦甚至解散的私立學校進行研

 究，如學校財產安置問題，進而

 引發私立大學公共性之認知，甚

 至在不違反教育原則下，是否需

 正視或研議「營利型大學」

( for-proflt university ) 0

 修訂私校法，訂定鼓勵辦法，減

 少限制因素，讓辦理不善未盡合

乎規模績效之註冊率低落之後

段大學有空間得以轉型或另為

 他用(如成為企業大學、社教機

 構、文化創意學習園區、終身繼

 續教育業機構等)。

 建立高教市場趨勢資料庫，鼓勵

學校在中長期發展計畫中針對

 人口、市場趨勢，分析可能面臨

 之情況。政府亦可設置智庫小組

 及資訊平台，將大學整併的背景

如日前

對大學

 環境提供各大學。

建立辦學品質資訊系統

公布之大學註冊報到率

 產生辦學壓力，有助於提升辦學

 品質。當註冊率成為指標時，不

 待政府審查或行動，學校自然會

 對系所實施補救措施，包括予以

 停招或轉型，政府適時提供政策

 引導、補助經費等。

 落實完善的系所整併計晝，訂定

 審查程序，透過評鑑以昭公信，

 採漸進方式，但接受輔導轉型或

 整併之決定權應掌握在學校。

 輔導但不主導。政府可成為引導

 者、資源提供者、環境塑造者以

 及審查者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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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曰伍之:退場勢所難免，儘早未雨綢繆」"""^"^^"		
 	立即可行建議	中、長程建議"""
 	1、要求學校辦學績效公開，接受社會	3、修訂大學法等法規，對於有意轉
 	公評，但政府應保留學校停辦與否	型的大學提供較為寬鬆的法規限
 	^之核准權，以維護社會公益，避免	制和配套措施。
 	^不當之停辦退場損及教師學生權	

 策略	二、。皿2、實施「大學退場標準程序」專題研究，針對遲早要發生的學校退場狀況儘速制訂包括政府層級和學校層級因應的標準作業流程。	
 	^1．1、透過合理規模指標檢測，讓學校	3．1、成立「教育部輔導大學退場專案
 	^了解自己多面向的現況。	小組」，舉辦公聽會等凝聚社會共

 	1．2、協助學校建置可依循的市場機制需求，藉以調整發展策略乃至作退場之準備，143、爭取政府力量的支持(如補助;	3．2、以專案小組名義定期或不定期公布研究結果，包括提出修法(私校法、大學法等)之意見，其申必須提出校地校產處分予以鬆綁
 	^澄清人事與薪資問題，提供立法	等學校財產處分和辦學脫勾等解
 具體	^協助等)。	構性觀念之意見，給予大學財產
 措施	^1．4、落實完善的整併計畫，規範訂定，	處分之自主權。
 	^審查程序，以漸進方式，並以退	3．3、教育當局應儘力協助有意轉型為
 	^場決定權掌握在學校內部，但政	社會教育等機構的學校。
 	^府保留學校停辦與否之核准權之	
 	^方式運作。	
 	^2、儘速委託學術界從事專題研究「大	
 	^學退場標準程序」，在制訂仰1的	
 	前提下妥擬因應之^Op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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